
清华大学早期工程教育的发展及其外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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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现代工程教育体系建立过程中,外来影响是必须要充分考察和研究的问题, 这是中国后

发外源型现代发展的性质所决定的。清华大学是移植美国教育模式建立起来的, 其早期工程教育的建立与发

展,集中体现了美国工程教育模式的影响, 尤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影响至为深远。以清华早期工程教育发展

为个案进行研究,考察其工程教育筹办、建立及发展的过程, 剖析这一过程中外来影响的因素, 并关注其与同

时期中国工科大学发展的比较,有助于了解中国工程教育发展的独特历程以及发展经验, 对于理解中国高等

教育发展的历史也会有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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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清华大学与 MIT) ) ) 研究中国工程教

育早期发展的个案

现代工程教育在中国的出现, 是从移植西方

工业化社会的教育模式开始的。这是中国现代化

性质所决定的, 作为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 中国

的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全球扩张的背景下,

受外力逼迫而展开的。正如陶行知所言,/ 中国自

道光、咸丰以来, 与外人交接,总是失败。自己之

弱点,逐渐揭破; 外人之优点,逐渐发见。再进而

推求己之所以弱,和人之所以强。见人以外交强,

故设同文馆; 见人以海军强, 故设水师船政学堂;

见人以制造强,故设机器学堂;见人以陆军强,故

设武备学堂; 见人以科学强, 故设实学馆, ,0 [1]

因此,百年来包括工程教育在内的中国高等教育

现代化发展历程,外来影响构成了重要的特征,被

称为/ 欧洲大学的凯旋0(许美德)。

历史不仅要宏大叙事, 还需具体而微。基于

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差异,具体到每所大学而

言,模仿学习的对象不尽相同;具体到工程教育而

言,美、德、法、英等工业化先进国家的工程教育办

学模式,都曾深刻影响早期的中国工程教育发展。

其中美国的影响尤为重大,在众多受美国影响的

大学中,清华大学无疑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标志性

个案。早期清华大学工程教育的发展与麻省理工

学院( MIT )有着深刻的关联, 本文以 MIT 与清华

工程教育发展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为切入点, 研

究在近代中国大学成长尤其是高等工程教育发展

中,美国的影响究竟体现在何处? 成效得失如何?

而美国模式导入中国大学之后, 又是如何在现代

中国政治、文化和知识语境中形塑出中国现代大

学? 这一探究的意义不仅对于清华大学的发展,

而且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

思想资源。

一、1920年代清华办学方针的调整: 由/ 人

文0向/ 理工0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系由美国退还超收

庚款创办,是在中国教育系统之外的一所新制留

美预备学校。学校初建时追求的目标是/ 把美国

的学校整个儿搬到清华园来0 , 从组织结构到课

程、教学法等都是亦步亦趋地模仿美国。以至于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参观清华以后说: / 清华

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

校0 [ 2]。

1920年代初, 是清华办学转型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时期,清华学校的发展前途问题为校内外

人士所关注,是维持现状还是改办大学、如何办大

学、办何种类型的大学等问题首先在校内引起讨

论。

1923年 7月,时任校长的曹允祥聘请张彭春

担任教务长,张彭春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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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程及教学理论颇有造诣。张彭春开始着手对

清华的学制和课程进行改革。这被认为是清华体

制改革的转折点, 清华的新课程改革体现了实用

化的趋势。[ 3] 1925年清华学校开始筹备大学部,

1926年外交部批准大学筹备委员会提出的5清华

大学工作及组织纲要(草案)6和5北京清华学校大

学部暂行章程6 ,自此清华学校分为大学部、留美

预备部和研究院三部分。大学部设普通科、专门

科两级。普通科为大学前二至三年,以/ 使学生知

中国之以往与世界之现状,籍以明了中国在此过

渡时代之意义, 并鼓励学生使为择业之考虑为宗

旨0 ; 专门科为大学后二年(或数年) ,目标是/ 为已

选就终身职业或学科之学生作专精之预备而

设0。[ 4]同年 4月 26日,经学校第一次评议会议决

定设立 17个学系,工程系正式成立并成为先行设

立专修课程的 11个系之一。

对于改制的清华教育目的和方针, 1925 年 9

月梁启超在5清华周刊6发表了5学问独立与清华

第二期事业6一文,阐述对清华大学部前途和办学

方针的思想: / 一国之学问独立, 须全国各部分人

共同努力,并不望清华独占。但为事势便利计,吾

希望清华最少以下列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一、自

然科学) ) ) 尤注重者生物学与矿物学; 二、工学;

三、史学与考古学0。并且他认为, / 前二项由学校

经济观察,清华有完全设备制可能,故可将设备费

较简之学科让诸他校,而清华任其最繁难者0。清

华建设美好未来的重任就落在回国同学的肩上,

/ 今之清华,渐已为本校毕业回国同学所支配; 今

后此种趋势,当益加强烈,此无庸为讳者,,吾侪

对于此种趋势, 不惟不反对,且热烈欢迎焉。质而

言之,则清华前途之使命。由现在在校及留学同

学所负者十而八九也0。[ 5]梁启超在清华前后 4年

许,虽未担任行政要职,但在学生和教职员中威望

甚隆[ 6]。虽尚未发现有关史料证明清华当局采纳

他的建议,但清华后来的发展却验证了这位历史

学家的预想。

大学部成立两年后的 1927 年 12月, 曾任大

学部筹备委员会委员的教务长梅贻琦发表5清华

学校的教育方针6 ,他对于清华办学的指导方针是

这样表述的, /清华大学之教育方针,概括言之,可

谓为造就专门人才, 以供社会建设之用0。对于新

设立的工程系办学, 他提出: / 今日社会上所需要

之工程人才,不贵乎有专技之长,而以普通工程训

练为最有用。是以本校设立工程系之始,即以此

为原则。0 [7] 这一办学方针, 显然是受美国工程教

育的影响。5清华周刊6刊载5清华的工科6一文,

分析工程系办学方针的来源, / 甲: 中国的需要;

乙:补他校的缺点;丙:美国有普通科;丁:学生出

路问题0。[ 8]

清华开办工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首先就

是在师资方面。1920年代前后, 庚款留美学生陆

续回国, 在动荡的政治局势下, 加之经济发展落

后,对于掌握先进国家工程技术的人才需求有限。

尽管外交部、教育部制定有相应的清华留美毕业

生回国安置办法和措施, 但是生活相对安定、能发

挥专业特长的大学成为多数人的首选。截至

1925年为止, 清华留美归国学生约 620 人, 就业

分布在教育界的占 331 7 ( 8) %, 工程实业界占

151 8%,政界占 141 28%,商界占 111 09%,医界占

21 24%,新闻界占 01 96%, 军界占 01 64%,其他各

界占 11 7%, 无职业的占 41 66%。很多人首选服

务母校作为安身立命之所, 据统计, 1936年全校

有教师约 210人,其中教授几乎占一半,他们绝大

多数是留美回国的, 三分之二以上又是清华的留

美生。[9] 1908年清政府外务部签署的5派遣游美

学生规程 (草案)6中规定: 派出的留学生中有

80%专修工业技术、农学、机械工程、采矿、物理化

学、铁路工程、建筑、银行、铁路管理以及类似学

科,另外 20%专修法律及政治学。早期直接选派

留美学生时,大多符合此比例。通过 1910年庚款

留学第二次考试赴美的竺可桢回忆:/ 我们这批七

十人中,学自然科学、工、农的最多,约占百分之七

十以上,,不仅我们这批如此, 恐怕全部庚款留

学生中学工农理科的都要占百分之七八十。0 [ 10]

据马祖圣的统计, 截至 1929年,清华(包括/ 史前

期0 )共向美国派遣约 1300 位留学生。早期直接

选派留学美国的学生, 选学的专业大多符合章程

规定(参见表 1)。

从表 1可以看出,历年留美的学生选学工科

的占绝大多数。根据 1933年清华同学录的统计,

从 1909年到 1932年,工科同学共计 481人,加上

1933、1934年土木系两个班毕业的学生 52人,总

数533人,其中大约450人曾赴美留学。[11]留美学

生主要集中在美国东部、中部各州的名校,以哥伦

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最多(参见

表 2)。

就清华新成立的工程系师资组成来看, 毕业

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土木工程学专业的周永德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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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其所聘教授均为留美学生,并以有麻省理

工学院留学经历者为主体(参见表 3)。

表 1 清华学校赴美留学生所学专业人数统计

年份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1912 2 6 2 0

1913 4 17 1 1

1914 5 13 4 2

1915 5 12 0 3

1916 1 10 3 3

1917 1 13 2 1

1918 12 20 7 3

1919 3 24 5 4

1920 11 26 2 4

1921 1 15 0 0

1922 13 24 5 1

1923 6 25 9 1

1924 7 21 2 2

1925 10 19 5 4

1926 6 13 0 0

1927 5 8 2 0

1928 8 10 2 2

合计 87 276 51 31

 数据来源: 马祖圣: 5历年出国/回国科技人员总览 ( 1840-

1949)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79~ 182页。

表 2 留美学生进入美国大学的分布情况

学校 人数 学校 人数

哥伦比亚大学 179 康奈尔 71

哈佛大学 113 密歇根大学 62

麻省理工学院 112 斯坦福大学 58

威斯康星 95 普渡大学 44

芝加哥 92 俄亥俄州立大学 41

 资料来源:沈希珍:5清华留学生之研究:以留美预备部学生为

例6,中兴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1994年。

这些回到母校任教的留美学生积极参与校

政,逐渐成为推动清华办学方针转向的重要力量。

1913年夏天发起成立的清华同学会,宗旨为振作

校风、联络情谊。1920年冬又成立了一个与母校

更密切的委员会 ) ) ) 清华幸福委员会,委员长是

薛桂轮( Color ado, M IT , Har vard 等大学留学) ,

其余成员包括梅贻琦、蔡正、张福运、黄凤华。该

会有三大目的: ¹ 要将清华变成一个与欧美大

学并驾齐驱的大学; º 要从清华常年经费中减

省一部份,积蓄为大学基本金; » 清华董事会要

有清华同学会的代表。[ 12] 可以看出, 同学会甫一

成立就表现出要参与校政、维护母校利益、影响母

校发展的姿态, 成为决定清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民国初年军阀政治势力侵入校园的复杂情势

下,同学会的参与,起到了很好的制约作用。而他

们之中大多数人有工科留学的背景, 这些都是影

响清华办学方向的潜在因素。

二、清华工学院创办时期办学理念及其来源

工程系成立之后, 其发展却一波三折。1928

年 6月,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了北京, 8月 17日,改

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就任清华大学

校长,推行新的办学方针和理念,工程系一度遭遇

裁撤后又恢复的风波。[ 13] 1929 年 6 月 12日教育

部呈准行政院颁布新的5国立清华大学规程6, 正

式批准清华大学本科设立文理法三学院,停办市

政工程系,工程系专办土木工程系,系主任由卢恩

绪担任,暂附属于理学院。土木工程系按照专业

方向分为两组: ¹ 铁路及道路工程组; º 水利及

卫生工程组。当年学生已近百人, 占全校(大学本

部)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由于清华有着稳定的资金来源,当时的工程

系设备、师资较之国内其他工科院校已逐渐取得

优势。1929年 1月该系教师庄秉钧曾撰文详细

介绍工程系设施设备状况,在文中他不无自豪地

说, / (清华)较之国内著名之各工科大学如南洋,

北洋唐山,及中央大学学院,均无逊色, 是清华设

表 3 1925~ 1926年 9月工程系聘任教授情况统计

姓名 国内学校 出国年份 回国年份 留学国别及学校 专业 国内其他工作地点 备注

周永德 - - 1923 美国南加州大学 土木工程 - 首任主任

笪远纶 清华学校 1919 1925 美国 MIT 纺织 河北工学院

潘文焕 清华学校 1913 1925 美国(学校未详) 电机 上海电话公司

钱昌祚 清华学校 1919 1924 美国 MIT 航空工程
浙江工业专门学校; 航空机械学校;空

军总部技术厅

罗邦杰 - 1911 1918
美国密执安矿业学

院、M IT、哈佛
建筑 上海罗邦杰建筑事务所

 资料来源:马祖圣:5历年出国/回国科技人员总览( 1840 ) 1949)6 ;潘文焕资料见5清华一览6 ( 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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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虽不能与美国之麻省理工及康奈尔、英国之曼

却斯特及德国之古廷根大学可比, 亦国内各大学

中之少有者矣0。[14]可以看出,从设施设备上清华

虽后起,但在国内工科院校中已占优。

20世纪 30年代国民政府为加强国防和推进

工业化国家建设,实行注重实科的教育政策。而

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建设,也为工程技术人才提供

了广阔的就业前景。选择工程专业学习的学生日

益增长。各大学纷纷增设工程专业, 原有工程专

业的学校也都在增设专业, 扩招人数。对于清华

大学而言,附设于理学院的工程系遇到制约其发

展的制度瓶颈。20世纪 30年代是清华大学大发

展的时期, 教育部 1929 年 6月批准5国立清华大

学校务进行计划大纲6 , 固定由中基会每年拨付

120万, 经费稳定, 加之与美国的关系, 也易得到

国外财团的资助。这一时期的清华大学/ 大师0不

断涌现、/ 大楼0大规模扩充,按照5国立清华大学

校务进行计划大纲6规定,图书仪器购置费至少占

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建筑费至少占百分之十,实

际上,这两项费用基本上都要超出预算。以 1931

年为例,建筑费就占到百分之二十。由于工程系

附设于理学院, / 在经费等方面争不过理学院, 几

个系馆都局促于校园南隅, 规模也较小0。[ 15]而当

时北方几所较有名气的工科院校除唐山交大外,

办学都面临严重困难。/ 而清华经费稳固,读书适

宜,似应设一完美之工学院,以挽救华北工学之厄

运。0 [ 16]

1931年 10 月梅贻琦就任校长, 工学院建院

事宜开始正式启动。1932年 1 月工程系学生发

起了/ 改院促进会0, 推动学校扩大工程系规模,改

系建制为学院。原因是/ 自建立工程系以来, 每年

新生,十之三四均进入该系,因之该系同学,日益

增多,占全校五分之一强, 同学既多, 而该系所有

教授及设施,遂以附属理学院不能自由充分发展

之故,而感不敷, 且该系附属理学院, 毕业为理学

士,似乎名有不正也0。[ 17]

1932年 1 月 28 日, 评议会议决定动用庚款

余款,并呈请教育部开办工学院。随即成立改院

筹备委员会,筹设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开办

费约六七十万元。6月教育部指令清华大学筹建

工学院,当年暑假开始招收新生和插班生。工学

院宣告成立。梅贻琦曾说明/ 成立工学院的理由,

一方面是迭奉教育当局明令, 特别主张发展理工

学科;一方面是应社会的需要0。[ 18] 工学院成立

后,梅贻琦亲自兼任院长,顾毓琇、庄前鼎、施嘉炀

分别担任电机系、机械系、土木系系主任。

工学院如何来办? 就工学院管理层的教育背

景来看,梅贻琦等人均于美国接受了工科教育,他

们在美国留学的直接经验,无疑是其开办工科的

理论资源。而三位系主任均为麻省理工毕业生,

这就为麻省理工学院办学模式导入清华大学提供

了直接的条件。

清华工学院的办学理念, 与美国工科大学一

脉相承。兼任工学院院长的梅贻琦, 正如潘光旦

所言/ 是一位电机工程专家,同时也是一位自由教

育论者0 [ 19]。在工学院成立时, 他就提出, / 工学

院各系的政策, 我们应当注重基本知识。训练不

可太狭太专,应当使学生有基本技能,而刻意随机

应用。此类人才, 亦就是最近我国工业界所需要

的0。[ 20]发表于 1948 年的5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

问题6是其工程教育思想的集中展现,他认为, 大

学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 / 原在培植通才; 文、理、

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

才,甚至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0 , 而其/ 最大

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

的专家或高等匠人0 , 只有这样/ 才能成为国家目

前最迫切需要的工业建设的领袖0。

各系科主办人的办学理念, 同样体现了通才

教育观。电机系主任顾毓琇认为, 学校的教育只

是基础训练,犹如指南和地图,不会也不可能教给

学生所有的专门知识, / 因为专门的农工等等事

业,都是千头万绪,详细的部分, 学校教育无从教

起来,并且教了也未必有益处。等到毕业的时候,

这些未来的人才才正式踏进专门事业的境域去。

学校教育犹如旅行的指南,加了插图或是风景片

的,而毕业才真正亲临其境。0 [21]机械系主任庄前

鼎提出/ 健全的工程师0应具有四项标准: ¹ 健

全的体格与精神; º 健全的学识与经验; » 健

全的道德与信守; ¼健全的思想与行为。/ 我们

所需要的工程师,不单是仅仅一个工程专家,而希

望他对于一般的常识, 都有相当的认识, ,我们

不能脱离社会来办工程, 所以对政治、经济、历史、

地理、社会学等都要知道一点0。[ 22]

1930年前后是 M IT 办学方向的重要转折

期,由创办时期单纯的工程技术学院,逐步向多学

科综合的现代工程大学发展, 多学科教育培养科

学技术和工业社会的领袖人才,成为 MIT 秉持的

教育理念。M IT 第 10任院长基利安在回忆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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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MIT 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教育水准,

一个标准大学的水准: 它意识到用多学科教育培

养管理者和其它专业人才) ) ) 决不仅是/ 手艺工

匠0 ) ) ) 的重要性。MIT 为什么能在进入本世纪

以前(笔者注: 20世纪)就培养出这么多重要的工

业界领导人,这也许是一个说明。0 [ 23] 从美国工程

教育历史来看, 一战后,工程教育中的专门化训练

逐步为通才教育所替代, / 战后一个引人注目的趋

向,就是不要求大学生进行专门化学习。放弃了

为把四年制教学计划扩大成为既全面而又专门化

的训练所作的努力, 而倾向于将教学计划简化,并

特别强调全面训练。为了培养能全面担负起技

术、管理和行政等职责的工程师,工程院校制订了

全面类型的通才教育式的课程表, 这种课程表可

用于为数较多的专业, 它们为特定的工业或职业

打下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基

础,而不是打下实用技术的基础。0 [ 24] 对照清华大

学早期工程教育的办学思想, 不难看出美国工程

教育尤其是 MIT 的影响。

三、清华工程教育发展早期的教学及课程设

置

清华早期工程教育的发展及其办学模式的形

成具有浓厚的 MIT 特色, 查阅该时期相关文献,

并没有证据表明清华有意识追摹 M IT 之言行,但

是考察其教学及课程设置则处处可见 M IT 对清

华早期工程教育发展的影响。对于工学院成立之

后的教学与课程设置, 梅贻琦认为, / 大学工学院

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

程。工业的建设靠技术, 靠机器,不过他并不单靠

这些;没有财力, 没有原料, 机器是徒然的。因此

他至少对于经济地理、经济地质,以至于一般的经

济科学要有充分的认识,,真正工业的组织人

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

文科学、文化背景, 都应当有充分的了解。0 [25]课

程设置要依照通才培养目标进行, 因此,工学院各

系一、二年级以通识课为主,主要是工程学基础课

程,三年级主要是本系的基础理论课,四年级开始

分组,学习带有专门性质的技术课程。对照同时

期 MIT 的课程设置, 1932~ 1933年度的 M IT 校

长报告指出, / 人文学科、必要的语言学科和基础

科学,构成了有代表性的学生计划中非常重要的

一部分。语言和基础科学方面的学习被认为是广

泛的通才教育中最被强调的一部分。0 [26] 表 4~ 6

为工学院三个系一年级的课程。

表 4 1937年清华土木工程系一年级课程表

上学期 下学期

课目 周时数 学分 课目 周时数 学分

国文 3 3 国文 3 3

第一年英文 4 3 第一年英文 4 3

普通物理 7 4 普通物理 7 4

微积分 4 4 微积分 4 4

经济学概论 3 3 经济学概论 3 3

画法几何 5 2 工程画 5 2

锻铸实习 3 1 制模实习 3 1

总计 29 20 35 29 20

表 5 1937年清华机械工程系一年级课程表

上学期 下学期

课目 周时数 学分 课目 周时数 学分

国文 3 3 国文 3 3

第一年英文 5 4 第一年英文 5 4

普通物理 6 4 普通物理 7 4

微积分 4 4 微积分 4 4

经济学概论 3 3 经济学概论 3 3

画法几何 5 2 工程画 5 2

制模实习 3 1 锻铸实习 3 1

总计 29 21 35 30 21

表 6 1937年清华电机工程系一年级课程表

上学期 下学期

课目 周时数 学分 课目 周时数 学分

国文 3 3 国文 3 3

第一年英文 4 3 第一年英文 4 3

普通物理 7 5 普通物理 7 5

微积分 4 4 微积分 4 4

经济学概论 3 3 经济学概论 3 3

画法几何 6 2 工程画 6 2

制模实习 3 1 锻铸实习 3 1

总计 30 21 35 30 21

  表 4~ 6 资料来源: 5清华一览6 ,清华大学档案馆, 1937 年,

案号 002,转引自陈超群:5清华大学工程院的创建6 , 清华大学硕

士论文, 2005年,第 21~ 26页。

从表 4~ 6中可看出,全部课程中, 属于本系

的课程仅占总学分的 411 5%, 即使加上全部选修

学分,总共也只占 501 5%, 其中属于本组的技术

课程则占全部课程的 151 7%, 加上选修学分也只

占到 241 7%。当我们选取同期北洋大学一年级

课程设置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相比就可以看出

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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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北洋大学 1934~ 1935年各系一年级课程表

课目
上学期 下学期

每周时数 学分 每周时数 学分

英文 5 5 5 5

微积分 5 5 5 5

高等物理 4 4 4 4

物理实验 3 11 5 3 11 5

高等化学 3 3 3 3

化学实验 2 11 5 3 11 5

平面测量学 2 2 2 2

平面测量实习 3 11 5 3 11 5

工程图画 3 11 5 3 11 5

军事训练 3 2 3 2

党义 1 1 1 1

总计 35 28 35 28

 资料来源:北洋大学 ) 天津大学校史编写室:5北洋大学 ) 天津

大学校史6 (第一卷) ,第 159页。

北洋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 但是可以看出专

业教育的色彩浓厚, 学生入学后即开始学习的主

要是普通自然科学理论基础课和一般工程技术理

论课。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学生对专业的兴趣进行

分系分专业教学。而清华大学一年级课程基本相

同,但既有上述基础课程又有国文和经济类课程。

而三个系在课程上互有交叉, 正如土木系主任施

嘉炀所言,/ 在现代讲究分工的时候,土木工程,绝

不能离开其它工程而独立,,总之, 各种工程的

知识技术, 须互相联络, 方能收到增加生产,完成

建造之效。故学土木工程的人, 也要对其他工程

有相当的认识。0 [27]

在选择教材方面, 清华工科均以麻省理工学

院、加州理工学院和密执安大学为蓝本。[28] 以

1937年土木工程系所用教材为例, 除了自编讲

义,外文教材占 95% 以上, 其中的/ 自编讲义0、

/ 本系特编讲义0 ,以及/ 各项参考书0也多为外文

书籍或从西方著名工程刊物上摘录编译。1934

年何炳棣就读清华时, 定性分析教材使用的即麻

省理工教授 A. A. Noyes的课本。[ 29]

在教师组成上,主要是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主

体的留美学生, 1937年前任职教授的 26人中有

14名麻省理工毕业生(参见表 8)。

众多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归国的留学生不仅带

来了 M IT 的办学理念、教材、教学方法,同时也拥

有与 M IT 联系交流的丰富的人脉资源。工学院

成立之后的 1935年,在电机系教授李郁荣推介和

表 8 清华大学工学院初建时期教授情况一览表

姓名 入校时间 系别职务 留学国别及学历

施嘉炀 1928 土木系教授、主任

1927年康奈尔大学

土木工程硕士; 1928

麻省理工机械工程

硕士

王裕光 1930 土木系教授 康奈尔大学

张泽熙 1931 土木系教授 康奈尔大学

蔡方荫 1932 土木系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

陶葆楷 1931 土木系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

顾毓琇 1931 电机系教授、主任 麻省理工学院

刘仙洲 1932 机械系教授 香港大学

王士倬 1932 机械系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

章名涛 1932 电机系教授 英国纽卡索大学

庄前鼎 1932 机械系教授、主任

1926年康奈尔大学

机械工程硕士; 1929

年麻省理工化学工

程硕士

张乙铭 1932 土木系教授 耶鲁大学

倪俊 1931 电机系教授 康奈尔大学

张任 1934 土木系教授 麻省理工学

李辑祥 1934 机械系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

李郁荣 1934 电机系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

殷祖澜 1935 机械系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

史久荣 1935 机械系教授 密歇根大学

殷文友 1935 机械系教授 康奈尔大学

赵友民 不详 电机系 密歇根大学

张润田 1935 土木系教授 思理尔理工大学

维纳 1936 电机系与算学系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

吴柳生 1936 土木系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

李谟炽 1936 土木系教授 普渡大学

汪一彪 1936 机械系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

冯桂莲 1935 机械系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

华敦德

(外籍)
1936 机械系教授 哈佛大学

 资料来源:转引自陈超群:5清华大学工程院的创建6 ,清华大学

理学硕士论文, 2005年,第 13页。

具体联系下,清华大学正式聘请麻省理工学院数

学系教授、数学家诺伯特 # 维纳 ( Norber t Wie-

ner)访问讲学。维纳到清华后,为数学系师生系

统讲解傅里叶积分、傅里叶级数和勒贝格积分的

理论,此后清华数学系将傅里叶级数论和近代三

角级数论正式列入清华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算学部

的选修科目。[ 30] 在此期间, 维纳与李郁荣联合研

究电路设计问题, 试图制造模拟计算机。作为

MIT 科学博士的电机系主任顾毓琇敏锐地感觉

到这项研究的广阔前景,积极通过维纳与当时在

MIT 负责全校实验室管理和发展的布什联系,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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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一台小型积分器,得到了布什的积极响应。由

此可见, 当时的清华工科的发展力图密切紧跟

MIT 的步伐。维纳在清华一年的时间, 为数学系

和电机系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促

进作用,清华良好的研究环境和设施,也极大地促

进了维纳的学术发展, 他在回忆录中深情地说:

/ 如果我要为我的生涯确定一个特定的分界点,即

作为科学的一个刚满师的工匠和在某种程度上成

为这一行的一个独当一面的师傅, 那么我应当选

择一九三五年, 即我在中国的那一年作为这个分

界点0。[ 31]

大学学术风格、学术文化的形成需要长期的

积累。早期清华工程教育品格的形成与先后担任

各系领导职位的顾毓琇等人密切相关。顾毓琇

1932年担任系主任后担任院长, 一直到 1938年

方离开。庄前鼎 1932~ 1937年担任系主任, 此后

长期在本系工作。担任土木系主任的施嘉炀连续

担任系主任, 几乎终身服务清华。当时的兼任教

授张任,也是几经变动最后又回到清华工作直至

退休。而这几位学者均为 M IT 的毕业生。稳定

的学术队伍呈现了学术的代际间传承的事实, 这

也是清华工程教育具有浓厚的 M IT 色彩的重要

原因。

四、结语

冯友兰说, 清华大学的成长,是中国近代学术

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的标志。[ 32]外来经验的借鉴

与融合本土化的过程,集中体现在清华大学, 而使

其具有标本意义。就其具体追摹的对象而言,展

开清华发展历史的画卷,我们会看到在其发展的

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都会见到麻省理工学院

的影子,清华有/ 强烈的 M IT 情结0 (胡显章)。

学习和模仿是为了自身的发展,最终要实现

的是超越。1927~ 1937年被认为是中国高等教

育发展的黄金十年, 也是清华大学工程教育飞速

发展的阶段。表现在设施扩充设备完善,学生数

量急剧膨胀, 教学科研实力迅速提升。清华大学

工学院跃升为全国著名的工学院, 1935年 4月天

津工学院院长李书华感慨道: / 以具有四十年历史

之北洋工学院, 与现在之清华大学工学院相较,不

啻天渊之别。0 [ 33]反观这一时期清华工程教育/ 跨

越式0发展的原因,瞄准高目标、高起点,扎实而稳

定学习西方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和思想是重要的

因素。这也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所决定

的,直至今天依然值得反思和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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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在表 1~ 7中, WR08指该校在/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2008( Aca-

dem ic Ranking of World U niversi ties, 2008)0中的排名; 05T %

指总科研经费分布在该大学该学科中的比例, 其它以此类推;

05F%指联邦政府科研经费投入该大学该学科中的比例,其它

以此类推。资料来源: 作者基于 ht tp: Mwww. ns f. gov/ sbe/

s rs/ rdex p/ start . htm 提供信息整理。

» 括号中的/ 1"指该校在 THES该学科排名中位居第一,后面以

此类推。

Research Expenditures on Disciplines of American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

X ie Yalan

It has been one of the st rateg ies of many nat ions to build w or ld- class universit ies, w hich is

based on a larg e amount of money. Government expenditur es ar e the main sources of r esearch funding

of universit ies from the view of A merican w orld- class universit ies w ho allocate their funding on tar-

gets purpo sely. It is more r easonable and feasible to const ruct some w or ld- class disciplines fo r un-i

v ersit iesc short o f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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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Influence of Early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Tsinghua University

L iu J iqing

In the establishment o f modern engineering educat ion sy stem in China, the issue of foreign inf lu-

ence must be fully invest igated and concerned which is decided by China. s modern developmental char-

acteristic of the exogenous change model. T singhua Univer sity w as established by transplanting A-

mer ican education model. T herefore,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it s early eng ineer ing edu-

cation centrally show ed the influences fr om American engineering educat ion model, especially the pro-

found inf luences from M assachuset ts Inst itute. Select ing Tsinghua U niv ersity as a case of early eng-i

neer ing educat 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eign influence dur ing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the

engineering educat ion fr om the prepar at ions to establishment, and compares w ith other Chinese Eng-i

neer ing U niv er sit ies of the same period. It has prov ided a useful insight in the unique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of eng ineering educat ion in China, and has imposed a profound impact on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 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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